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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安全管理工作所涉及到的内容相对较多,相关工程单位以及水电安全管理机构部门

应当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计划,参照水利安全管理工作的具体需求明确各项安全管控指标,构建完善的

安全管理制度。同时单位内部的安全管理部门还应当落实高质量、高效率的安全教育培训,深化全员安

全工作意识,以此来提高水利工程安全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本文对加强水利安全管理措施进行分析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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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inion on Strengthening Safety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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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relatively many contents involved in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Relevant engineering units and hydropower safety management agencies should formulate effective 

management plans, clarify various safety management and control indicators with reference to the specific needs 

of water conservancy safety management and build a perfect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the 

safety management department within the unit should also implement high-quality and high-efficiency safet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deepen the safety work awareness of all employees,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safety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measures to 

strengthen safety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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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利工程安全管理工作所涉及的内

容相对较为广泛,参与水利安全管理的

各机构、各主体部门应当开展联合协作,

落实顶层设计,对现有的工作管理模式

进行革新、优化,结合全过程、动态化的

安全管控思想,落实对水利工程安全作

业强有力的管控,以此来保障整个工程

项目能够稳定正常地运行。 

1 水利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

分析 

1.1思想认知不充分,未引起高度

重视 

水利工程安全管理工作所涉及的管

控事项相对较多,相关单位机构应当在

水利安全管理工作中明确各项管理条例,

优化各项管理工作,同时还需要在思想

上引起对相关工作足够的重视。而水利

安全管理工作单独依靠安全管理部门来

实施是远远不够的,相关单位机构内部

各层级工作人员应当具备基本的安全管

理意识,但是由于水利单位在安全管理

工作中对安全教育工作落实不到位,以

至于部分员工缺乏安全管理意识,在工

作管理过程中对安全事件认知不充分,

在工作管理期间我行我素,未引起对相

关工作足够的重视。 

1.2安全管理制度不明确 

水利行业安全管理工作需要依托建

立健全的规章制度,对各项安全管理事

项与其安全管控内容做出明确的约束管

理,然而当前水利安全管理部门在工作

管理过程中不具备建立健全的规章制度,

以至于水利安全管理工作落实不到位,

安全管理作业人员在工作管理过程中缺

乏明确的安全管理条例,从而无法针对

当前水利安全隐患问题做出有效的整治

管理。此外,建立安全管理机制也需要得

到部门高层领导干部的认可,而在水利

安全管理工作中由于有些高层领导干部

不重视安全管理意识,从而使得相应的

规章制度未得到建立健全,即便部分单

位加大了对基础规章制度的建设打造力

度,但是由于相关管控制度执行不到位,

从而无法满足安全管理工作的实际开展

需求,以至于相应的规章制度流于表面

形式,无法发挥出切实的作用。 

2 加强水利安全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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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加强思想认知,引起对水利工程

安全管理工作的足够重视 

水利安全管理工作需要得到全体员

工的足够重视,在工程施工期间,企业应

当加大思想教育力度。水利工程作为一

项民生工程应当具备社会服务性质、公

益性质,当前各级管理人员在工作管理

过程中通常是以生产作业为主,在安全

管理工作中存在“迁就”且“得过且过”

的管理思想。而要想切实地改变这一状

况,企业应当加大对员工安全意识的教

育培养力度,强化其责任意识,确保其

在安全管理工作中将各项隐患问题进

行有效管理,强化生产第一责任人的管

理职责。 

之后企业还应当建立健全经理以及

项目经理为首的安全管理责任制度,再

由经理负责人组织开展现场实际的安全

管理活动,形成体系化、标准化、制度化

的安全管理工作机制,明确各项安全管

理责任人,引导安全生产工作稳定有效

地进行。因此,通过此类层次渐进、层次

鲜明的安全管理机制,能够确保各级管

理人员在生产管理工作中均具备明确的

安全管理责任,深化其安全管理意识,以

此来搭建起完善的安全管理网络,确保

各项安全工作的落实均具备明确的责任

主体。除此之外,企业还应当加大对员工

的安全教育力度,实施高质量、高效率的

安全宣传管理工作,深化全员安全生产

意识,提高全员安全思想认知,将安全、品

质、进度等相关思想融入生产管理活动

中,有效解决木桶短板,确保全员共同参

与,提高安全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2.2组织多种形式的安全培训,强化

安全教育,组织业务知识学习 

在安全教育培训工作中,相关单位、

机构应当根据自身的运作状况开展多种

形式、多种层次的主题安全教育工作,

首先,单位应当强化法制宣传教育；其次

需要加强对领导以及管理层级相关工作

人员的安全教育；此外企业还应当着重

落实对一线施工人员的安全管理工作,

秉承持证上岗的安全管理作业原则,确

保每一位工作人员均具备安全管理工作

职责,单位在组织内部员工进行学习的

过程中应当根据当前工程项目实际的状

况来对相应的教学培训内容进行合理设

置,以提高相关作业人员专业知识素养

以及综合业务水平为基本目的,结合多

样化的宣传教育培训工作,提高相关工

作人员的专业综合素养。通过设置体系

化、层次化的安全工程师等级证书,进一

步提高基层业务人员的专业知识理论水

平,使其在工作岗位上能够严格参照自

身的管理职责,稳定高效地开展相关管

理工作。 

而在工程项目具体落实之前,所有

施工人员也需要进行必要的安全培训,

实施高质量、高效率的安全技术措施交

流活动,同时加大对基层员工的教育培

训力度,使得前期的各项准备工作都能

够得到优化完善,而针对在安全考核管

理工作中不合格的作业人员,禁止其进

入相应的岗位开展相关工作,而对于特

殊工位、特殊工种的安全管控作业,则需

要严格秉承持证上岗的管控原则。 

此外,企业还应当加大对相关安全

作业人员资格证书的审核力度,做好一

年一次的复审工作,强化相关安全操作

技术人员的知识技能,并且在安全管理

工作中企业也需要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

数据库,及时收集在过往工作管理过程

中所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以及发生的安

全事件,结合此类历史资料来完成对员

工的安全教育,以此来起到安全警示的

作用。而在处理日常工作管理过程中所

存在的安全事故时,企业也需要采取精

细化的管理工作,向相关作业人员明确

其中所存在的利害关系,针对情节严重

以及屡次违反相关安全操作制度的员工,

则需要实施必要的管理处罚。 

2.3建立规章制度 

通过对水利水电行业所发生的安全

事故进行分析对比可以看出,大多数安

全事故通常是由于安全管理不到位以及

工作人员不具备安全管理行为而导致的,

此外,若相应的物态处于不安全、不稳定

的状态也会造成相应的安全事故。对大

部分一线施工人员来说,企业以及相关

单位应当建立完善以下几类制度。 

首先,在安全管理工作中应当实施

高质量的安全技术交底制度,在每项工

作开展之前实施完整全面的技术交底,

结合书面签字管理、审核管理等相应的

管控流程,确保技术交底工作具备针对

性、侧重性以及可操作性,指导相关作业

人员安全文明施工。通过技术交底确保

各项安全管理工作得到相应的明确,通

过技术交底也能够确保工作人员在工作

管理期间严格参照各项规章制度来开展

相应的安全生产作业。 

此外,企业还需要加强施工现场安

全保障管控措施,在日常的运营管理工

作中加大宣传教育,同时及时设置警示

标志,做好对周边设施的安全防护管理,

安装必要的保护装置,同时实施对现场

机械设备定期、定点的检修,及时评估现

场生产设备的安全等级,结合完善的安

全检查制度,确保各项设备均处于正常、

高效、稳定的运行状态。而在此期间,

确保每一位工作人员能够持证上岗是基

本的管理要求,而为了将安全管理意识

深入到每一位现场管理人员的心中,设

置安全警示标语制度是必不可少的,确

保在单位内部工作管理各个环节、各个

区域均具备安全标识来警醒现场人员开

展安全管理工作。 

2.4加大安全生产投入力度,做好安

全防护 

要想切实地提高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的质量和效率,相关单位、机构应当加大

对基础资金以及相关人力、物力的投入

力度,为水利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创造出

良好的条件,以此来实现对相关工程项

目精细化、定向化地管控。在对安全资

金投入建设使用的过程中,相关负责人

应当开展顶层设计,明确当前单位内部

所需要更换的设备,明确各类设备更换

的型号,确保将各项资金进行合理使用,

在专项管控资金中除了需要划分出一部

分用于对设备的维护、升级、更新,还需

要投入一部分到安全教育培训工作中,

比如聘请专家学者或向员工发送安全设

施所投入的成本。此外,企业还应当完善

现有的安全防护装备,参照现阶段水利

安全管理工作对安全防护设备的使用要

求,增添相应的安全防护装备,以此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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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安全防护管理水平,总之,在分配安

全生产资金的过程中,企业应当完善、优

化相应的设备,做好安全教育以及安全

审核,实现对各项资源 大化地使用,保

障内部生产安全。 

2.5加大施工安全管理力度 

水利安全管理工作也需要具备可靠

的工作管理基础,简而言之,在水利工程

前期施工建设活动中,施工方、项目方应

当落实高质量、高效率的安全设计,严格

参照安全管理工作的开展标准,对现有

的水利工程各项安全指标进行综合设计,

考量参照水利工程安全运行的管理需求,

落实高质量、高效率的施工管理作业。

在前期施工管理工作中要想为后续的安

全管理工作打下坚实基础,施工方、项目

方则应当采取顶层设计,对施工建设过

程中所使用到的材料、设备以及施工设

计进行定向化的革新、优化,比如在前期

施工建设活动中,施工单位需要落实完

善防渗漏施工建设管理,有效解决水利

工程在后续安全管理工作中常出现的渗

漏问题。此外,在安全管理工作中,施工

单位还需要对钢筋混凝土材料进行定向

化管控,比如在混凝土工程项目中严格

管控原材料的水灰比,而在钢筋工程中

则需要对钢筋防腐蚀涂料进行定向化调

配,将其涂抹在钢筋原材料上,以此来提

高整个水利工程主体结构的防腐蚀抗裂

变性能。总之,在前期的施工建设活动中,

施工方、项目方应当采取全过程动态化

的质量管控工作,为后续水利安全管理

打下坚实的基础。 

3 结束语 

总之,在水利工程安全管理工作中,

参与施工建设的各部门,以及参与到安

全管理作业的各单位应当秉承精益化、

精细化的管理思想、管控原则,对现有的

工作管理模式、管理制度进行革新、优

化,以此来提高安全管理工作的质量和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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